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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间阴有阵雨，局部有雾，南风
4～5级阵风7级，26℃～33℃。

28

8月13日

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
雨，南风 3～ 4 级，
27℃～29℃。

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
雨，南风 3～ 4 级，
25℃～29℃。

1 3日滨
海浪高 1 . 2
米，浪向南，水
温25.3℃。

第一次高潮在10:51，潮高3.65米；

第一次低潮在05:09，潮高2.05米；

第二次低潮在18:04，潮高1.55米。

大乐透（20075期）
前区：02、09、10、21、35；

后区：01、07

排列3（20175期）
9、4、4

排列5（20175期）
9、4、4、4、4

福彩3D（2020176期）
9、3、3

七乐彩（2020076期）
基本号：03、11、15、16、

17、19、30；特别号：21

多云间阴有阵雨，局部有雾，南风
4～5级阵风7级，26℃～31℃。

多云间阴有阵雨，局部有雾，南风
4～5级阵风7级，26℃～32℃。

多云间阴有阵雨，局部有雾，南风
4～5级阵风7级，26℃～32℃。

多云间阴有阵雨，局部有雾，南风
4～5级阵风7级，26℃～32℃。

多云间阴有阵雨，局部有雾，南风
4～5级阵风7级，26℃～33℃。

多云间阴有阵雨，局部有雾，南风
4～5级阵风7级，26℃～33℃。

8月13日

多云间阴有阵雨，南风4～
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30℃，
最低气温26℃。

8月14日

8月15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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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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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

14日滨海浪高1.2米，水温25.3℃。
15日滨海浪高0.6米，水温25.2℃。

一群老人互助养老
21年后捐出一幢小楼

入入住住老老人人陈陈季季芬芬（（中中））在在““慈慈舟舟养养老老院院””讲讲述述当当年年生生活活。。 王王翔翔 摄摄

最近，93岁的上海老人浦逸敏和
她的老伙伴们实现了一个心愿——— 把
曾经“众筹”买下，用作互助式养老院的
小楼捐给了村委会，让其继续为村里老
人服务。“听说这里会被改建成老年活
动室，还有午饭供应，我很高兴，它可以
继续发光发热了。”浦逸敏说。
5元、10元、100元、3000元……

21年前，老人们经过商议，以时髦的
“众筹”方式买下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
外冈镇葛隆村的一幢空置二层小楼，取
名“慈舟养老院”，意在互助养老、同舟
共济。十里八乡的老人都喜欢这种养老
方式，最多时楼里同时住了22人。
近些年，有些老人离世，有些老人

不得不住进医疗条件更好的护理院。而
入住者越来越少的最主要原因，是“家
门口”的为老服务逐步健全，老人已经
有了更多去处。
曲终人散，佳话流传。粉刷一新的

老楼，正迎来新的生机。

230余人“众筹”买下小楼
浦逸敏退休前是基层医院的一名医

生，数十年来保持着吃素的习惯，也由此
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人。“既然这么谈
得来，不如住在一起养老好了。”看似玩笑
的建议，不少人都记在心上。有的老人觉
得，自己吃素，和家人的口味对不来；有的
老人想把本就不大的房子腾出来给小两
口住；更多人是因为儿女都忙，自己在家
也无人陪伴……
1998年的某天，老伙伴带来消息，

嘉定区外冈镇葛隆村132号的农村信
用合作社要搬迁，两层小楼空出来了。
“能不能就买下这幢楼？”听说老人买房
是为了养老，农村信用社非常理解，“谈
判”顺利进行。1999年元月，双方签订
协议，总面积约200平方米、造价超过6
万元的小楼，算上折旧，最终以5万元

的价格将使用权转让给老人。
5元、10元、100元，最多的一笔超

过3000元……共有230余人次参加了
“众筹”。“很多老友其实没有入住需求，
只是为了献份爱心，帮我们实现这个心
愿。”入住老人陈季芬说。
小楼买下了，很快迎来一位又一位

入住者，一段“互助养老”的时光开始
了。怀揣美好愿望，老人们将小楼起名
“慈舟养老院”。

轮流做饭打扫“抱团”养老
木质地板覆盖了原先的水泥地；楼

梯加装了扶手，卫生间也进行了适老化
改造；健身器材、电视、录像机一应俱
全……老照片里，“慈舟养老院”的生活
条件并不比外面的差。
但这毕竟不是真正的养老院，没有

院长、没有护工、没有厨师，一切都要靠
老人们自己——— 你帮我，我帮你。为此，
住进小楼也有要求：生活必须能自理、
吃素、每月交100元水电费。
陈季芬回忆说，最多时小楼同时住

了22位老人，虽然人多，却相处融洽，
几乎没有发生过争吵。“我们轮流做饭；
公共区域卫生也轮流打扫，就像小学生
‘值日’；有人身体不舒服，大家会一起
照顾。门口还有一片菜地，种了黄瓜、西
红柿、茄子、丝瓜等很多菜，实在没有
的，就结伴去村口买，另外子女们也会
送些来。”回忆过去，浦逸敏也很感谢葛
隆村村民和爱心人士的帮助。“我们大
都是外村甚至外区过来的，但村民没把
我们当外人，瓜果蔬菜熟了，会给我们
送点，年轻人会帮我们扛米面、柴火等
重物。”
村民尊重老人，老人也回馈村里，

并从中收获一份尊重。浦逸敏干起本
行，每周都会去村里的药师庙，为村民
免费量血压、针灸、检查一些小毛病；村

里的小孩也喜欢和老人们玩，小楼成了
他们放学后的临时“托班”……

小楼“退休”再迎生机
十几年间，老人们有的离开了人

世，有的身患疾病或自理能力变差，不
得不转入条件更好的护理院。与此同
时，“家门口”的养老院多了，居家养老
条件也在逐年变好，没有新的老人再来
联系浦逸敏，小楼也就到了“退休”的时
候。
2015年夏天，徐凤英老人再次摔

倒，女儿张琴实在不放心让母亲回到小
楼，选择入住了一家老年康复中心。徐
老的搬离，终结了“抱团”养老的时光。
2017年，在小楼独自居住两年后，浦逸
敏也因身体原因离开，入住上海嘉定双
善养老院。
该怎么处理这幢楼？浦逸敏认为，

当时是很多人共同买下了小楼，它不属
于任何一个人，以后也不应该被个人占
有。200平方米的小楼，按上海现行市
价，已超过500万元，但就像当年买楼
一样，浦逸敏捐楼的提议得到了老伙伴
们或其家人的一致同意。
今年6月，葛隆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陈学锋代表葛隆村，郑重地接
受了老人们的房屋捐赠。
目前，居住在葛隆村的60岁以上

老年人有500多人，全村现建有一处日
间照料中心。陈学锋说，村里初步考虑
把这幢楼改造成有助餐服务的老年人
活动场所。同时，会把一个房间还原成
老人互助养老时的样子，作为小型展示
馆，留下温情回忆，铭记老人善举。
“抱团”养老的实践带给基层干部
诸多思考。外冈镇党委书记李雪表示，
“硬件提升以后，农村养老还要在丰富
老人精神文化生活上下更多功夫，带给
他们更高质量晚年生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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